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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參訪、出席國際會議與查閱資料） 

 

 

 

 

赴中國大陸安徽徽州、宣城等地參訪， 

到合肥參加第十三屆國際東亞科技史會

議，與上海圖書館查閱資料 
 

                                                   

 
  
 
 
 
 
 
 

 

      
服務機關：國立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姓名職稱：徐光台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陸 

出國期間：100 年 7 月 15 日至 100 年 7 月 29 日 

報告日期：100 年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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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行出國主要有下列三方面的活動：（一） 到中國大陸安徽省徽州參訪明清文化古蹟，

特別是朱熹新安故居，十七世紀士人畢懋康等人資料，前往宣城參觀梅文鼎紀念館與敬亭山

探究敬亭綠雪茶的起源，以及九華山天臺寺參訪；（二）赴合肥出席十三屆東亞科技史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應邀在安徽圖書館做大會主題報告；（三）至上海圖

書館查閱善本資料。兩週參訪、開會與查閱資料，結交一些朋友，對安徽明清文化增加不少

認識。 

 

關鍵詞：徽州朱熹故居、梅文鼎紀念館、敬亭綠雪茶、畢懋康、第十三屆國際東亞科技史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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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行出國主要目的有三：（一） 到安徽徽州訪查明清文化古蹟，特別是朱熹新安故居，

十七世紀士人畢懋康等人資料，前往宣城參觀梅文鼎紀念館與敬亭山探究敬亭綠雪茶的起

源，以及九華山天臺寺參訪；（二）赴合肥出席十三屆東亞科技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並應邀在安徽圖書館大會主題報告；（三）至上海圖書館查閱善本資料。 

二、 過程： 

7 月 15 日（星期五），清晨 5:50 由清大西院出發，前往桃園機場第二航站，搭華航 AI501
號班機 9:05 直飛上海浦東機場，經歷約二小時飛行，十一時左右平安降落。下午購買前往安

徽屯溪，也就是黃山市的長途客運車票。並整理資料，撰寫大會的論文與專題報告的 PDF 檔。 

7 月 16 日（星期六）。上午七時五十分在上海長途客運北站搭長途客運前往屯溪。即使

是週末，市區交通還是不通暢，由北站前往南站就花費一小時。接下去經杭州，到下午二時

才抵達黃山市。沿途上司機一路開車一路接聽手機，快到黃山市後，從其電話中瞭解他還要

將車開回上海。換言之，他要連續開十二小時的車，中間只有幾次相當短暫的休息或用餐時

間，這樣的開車品質讓人擔憂。住進黃山國際大酒店稍為休息後，就前往黟縣明清古鎮宏村

參觀。 

7 月 17 日（星期日），雨。一早就前往黃山尋訪歷史古蹟，特別是明末畢懋康曾在黃山

的玉屏山附近建西清館，因此，前往嚮往已久的黃山訪幽尋古與摩崖石刻。上午九時抵達雲

谷攬車索道。由於時值暑期旺季，在山下排隊的密密麻麻的一團人龍。登山車要錢，門票兩

百三十，索到費八十。等兩個小時才能登上攬車，經過二十分鐘，才上了黃山。在始信峰附

近見到不少摩崖石刻，包括明末的。下午到霧氣瀰漫的西海大峽谷一遊。夏季的黃山是多霧

的季節，山下熱氣上升到高處則成雲霧，時而下雨，而後走一段很短時間，從十餘分鐘到一

小時，因落雨而山景清晰。此時則是賞景的良機。傍晚到明末普門法師主持建寺的光明頂，

也就是金庸小說《射鵰英雄傳》提到此處。最後拖著疲憊的腳步，在夜幕低垂時回到白雲賓

館休息。 

 

   
         圖一 黃山南門入口                 圖二  黃山光明頂上的現代石刻 

 

7 月 18 日（星期一），雨。一大早就看到商上的挑夫用扁擔挑被單到各旅社，以及挑下

山。上午先參觀。下午往玉屏索道移動，經過百尺雲梯，來到玉屏樓。可惜一路上都是霧氣

濃重，在玉屏樓附近見到不少摩崖石刻，可惜霧氣太重，照不清楚。該處上山與下山的人聲

鼎沸，要照迎客松的像，得排上半小時。各路人馬群集於此，不輸給菜市場，無奈霧氣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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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霧裡看石刻，照相的效果不好。由於山路陡峭，霧中根本見不到附近是否有座華苹山，

畢懋康當年是否在該處建西清館。最後經由玉屏索道下山，在慈光寺出口的禮品店內，買到

一本《黃山摩崖石刻》，彌補雨季中未能清楚目睹許多時刻的遺憾。接著轉乘景區巴士來到山

腳下的湯口鎮，再乘黃山到屯溪的巴士，傍晚回到黃山國際大酒店。 

 

    
     圖三 休寧市古城岩                 圖四 齊雲山 

 

7 月 19 日（星期二），雨。上午前往休寧古城岩參觀，接著轉往離黃山市三十餘公里的

道教勝地齊雲山參觀。齊雲山不高，海拔高度僅 585 米，道教在此發展始於唐乾元年間

(758-760)，明代道教盛行，香火旺盛，成爲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由於登山不易，為便於參訪，

建有登山索道，遊客乘索道登至山頂，再乘索道下山，只需半天。進入山區後，見到該處保

留不少洞天福地，仍有數百座摩崖石刻。據史料有一千五百多座，現存四五百座。詢問服務

人員是否可買到有關此地摩崖石刻的書籍，可是他們卻一無所知。 

下午參觀黃山市徽州文化博物館，它在三年前遷到黃山市現址，館區寬闊，有徽商、教

育、建築、藝術與出版等各個館區。在有關出版的館區，發現缺乏任何與畢懋康有關的資料。

先前已請中國科技大學石雲里教授幫忙聯繫陳琪館長，隨後拜訪館長，請教徽州文物，與欲

研究的畢懋康。近一小時的交換經驗，獲贈《徽州博物》與《黃山精華錄》二書，並在館內

書店買了一本《徽州地方誌研究》。 

 

    
圖五 黃山市徽州文化博物館                 圖六 向陳琪館長請教 

 

7 月 20 日（星期三），早餐後前往歙縣東漢八卦風水午村呈坎參觀，這是一個與易經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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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關的古村，保留許多古建築，包括大戶的羅東舒祠。經歷文化大革命，一杯敬亭綠雪叫

價十五元留下許多紅衛兵的標語，較矮的已北抹除，稍微高一點的則無力清除。依照而後到

河對面附近的朱村，尋找八百多年前朱熹在此的故居。經過詢問後，找到這棟看來相當簡陋

與破舊的平房，沒有門牌號碼。推開未上鎖的門戶，室內是附近人家養雞與豬的場所，為這

位一代學者感嘆不已。 

 

     
圖七  呈坎古村的文革遺跡                      圖八 附近朱村的朱熹故居 

 

下午前往歙縣許村參訪。從網路上得悉畢懋康為其父畢力德於許村立柏台坊，事實上沒

有此一台坊。此村為徽州第一進士村，出了包括許靖華在內的四位院士，留有明代古官道，

為民請命的許琯牌坊，以及三朝典翰坊、大觀亭、元代橋廊、大邦伯、五馬坊、雙壽承恩坊

等歷史古跡，還有一所民國時期許家澤建立的免費儀耘小學。這是一個相當純樸的小村，由

於交通不便，來訪者人少，但是民風純樸，直接來自黃山的水資源豐富，非常值得參訪。 

 

    
       圖九 許村的元代橋廊              圖十 古官道必經的大觀亭 

 

7 月 21 日（星期四），天晴。上午離開黃山市前往宣城，十時多抵達，安頓後就前往謝

眺樓參觀。這個有千年歷史的古樓，是在二十世紀末重建，如今已淪落到成為當地人玩牌之

地，處處都是三五成群的人在完撲克牌。在謝眺樓的下方有個梅文鼎紀念館，陳列這位深獲

康熙皇帝欣賞的一代宗師梅文鼎的筆墨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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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宣城梅文鼎紀念館            圖十二 敬亭山綠雪茶的起源處 

 

相較於徽州與其他許多古蹟都需要昂貴的門票，宣城是一個非常友善之地，謝眺樓與梅

文鼎紀念館免費參觀，敬亭山也不例外。敬亭山是一座海拔不高的小山，因李白的一首詩〈獨

坐敬亭山〉而聞名於世：「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兩不厭，只有敬亭山。」此外，清

康熙年間開博學鴻詞科，施閏章以其自製的敬亭綠雪茶贈送同僚而使此茶名聞一時。為了瞭

解此茶名稱的起源，筆者特別到敬亭山走一趟田野，在虎窺泉這口井看到它被稱為綠雪井，

附近路旁有一棟古建築名為綠雪茶社，如今正在重建中。山上仍在種茶，屬於各寺庵的田產。

山上攤販一杯敬亭綠雪叫價十五元，在出口處的牌坊附近的茶行，買了一斤壹百元的敬亭綠

雪，帶回去慢慢品嚐。 

     
            圖十三 九華山入口               圖十四 從十王峰遠眺天台寺 

 

7 月 22 日（星期六），天晴。由宣城前往池州青陽縣的九華山，內有佛教四大聖地之一

的天台寺，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位於海拔 1306 米的天台峰頂，明清時香火鼎盛。門票相當

貴要一百九十元。先參觀九華山歷史博物館，瞭解其重要的歷史古蹟。此處有一種特殊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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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娃娃魚，是兩棲的魚，可以爬行與游行。在館外有一座龍泉，是一座佔地不小的放生池，

周遭的商家不是賣祭拜的香，就是各類放生的魚龜，看來生意不差。來到九華山，一定要造

訪佛教聖地天台寺。乘索車而上，還需步行四十分鐘，看到一些摩崖石刻。回程未循原路，

改攀對面 1344 米高的十王峰，反而見到更多的美景。 

7 月 23 日（星期六），從九華山經銅陵前往合肥。五時半抵達合肥長途客運車站，但是

叫不到的士，一來是一車兩人開的交班時間是下午五時，另外是私人非法營業的私人攬客車

佔用行車道，造成道路擁擠。只好拉著行李從長途客運站到火車站出口處排隊等的士，到稻

香樓賓館時已是傍晚六時半。 

 

    
圖十五 稻香樓賓館                圖十六 第十三屆東亞科技史會議會場 

 

7 月 24 日（星期日），參觀稻香樓賓館，這是一個相當特別的賓館，有多所各自獨立的建築。

稻香樓賓館是中國領導幹部的休閒場所，其中北苑是毛澤東居住處。我們所住的東樓對外開

放營業，整個是一個美麗的景區，除了大門進出以外，周遭為寬約百米的水池區隔開，據說

古代是護城河。毛澤東曾經兩度在此停留，主持重要會議。繼續整理參加合肥市第十三屆東亞科技

史會議的論文與大會專題報告的 PDF 檔案資料。 

7 月 25 日（星期一），天晴。上午九時第十三屆國際東亞科技史大會在中國科技大學國

際會議廳開幕。接著有兩場專題報告，午餐後集體合影，回到稻香樓賓館紀續下午的會議與

報告。7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先進行個人的論文報告”The Development and Publication of the 
Qiankun tiyi by Matteo Ricci, Bi Maokan, and Li Zhizao”，接著主持一場論文報告，其中有一篇

論文討論《崇禎曆書》中的日食觀測，到《西洋新法曆書》中遭到刪除，相當有趣。 

 

     
  圖十七、十八  李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禮主持的大會報告 與會長文樹德與我交換心得   

 

7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參加論文報告與討論，下午大會參觀安徽圖書館，並進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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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內一覽。兩年前我曾到此圖書館查閱方以智《物理小識》與《通雅》等善本資料，並拍

攝一些，沒想倒這些資料與檔案可於今天的報告中用到。我嘗試是否有畢懋康的其他著作，

可惜沒有。接著又調閱清康熙徽州的《畢氏家譜》手鈔本，從頭到尾翻閱一遍後，內容屬於

唐代，不可能有明末畢懋康的資料。為了調閱此書，還商請韓國首爾大學林宗台先報告，接

著才是我就〈方以智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文化交流史與科技史為焦點〉在英國李約瑟研究

所所長古克禮主持下進行一小時的報告與問答，獲得熱烈反應。會後文樹德會長還與我交換

意見討論。而後就在附近餐廳晚宴。 

7 月 28 日（星期四），天晴。早餐後，巧遇剛從北京乘夜車到合肥的韓琦，搭乘他剛下

車的的士，前往合肥火車站。中午準時到上海虹橋火車站。下午到上海圖書館查閱年譜等資

料，整理資料，撰寫出國報告。 

7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到上海圖書館查資料，閱讀嘉慶十一年刊刻的《開州志》，並

參考順治六年《長興縣誌》來校對將完稿的文章。下午打包行李，整理資料，準備回到新竹。

傍晚乘華航 CI 504 班機於晚間九時多降落桃園機場，十一時左右回到新竹，結束十五天的訪

問行程。 

此次東亞科技史會議台灣有十餘位學者與研究生參加，除了中研院數學所李國偉研究員

夫婦，清華大學有九員參加：琅元副教授、毛傳慧副教授、李卓穎助教教授與我，以及歷史

所研究生楊偉婷、吳佳芸、施鈴瑄與林啟揚和人社系林佑晟，政大歷史系金仕起助教授與陳

秀芬助教授、義守大學張澔副教授、台師大英家銘博士與林美杏研究生。 

 

三、 心得與建議： 

 

此行先到安徽徽州訪查明清文化古蹟，在黃山市與黃山一帶停留五日，造訪不少午績名

勝與摩崖石刻，對明清文化古鎮留下相當深刻的印象。此行最大的感慨是大陸景區商業化的

程度。台灣的美麗景區如太魯閣、日月潭與阿里山等景區都是免費進入，不收任何門票。或

許敏選的文化對官方造成相當的壓力，使的一些景區對外免費開放，從未對外收費。相對地，

在專制集權之下，大陸景區動輒以接近兩百元人民幣值，相當台幣約一千元，相當驚人。 

天下事當然不能一概而論，譬如宣城就留下一些相當有名的古蹟，採取不收門票的方式

對外開放，鼓勵民眾參訪，在景區商業化的中國，可說是一個異數，這點讓我覺得值得為此

一城市宣楊，希望有一日看到更多的城市跟進。 

每次坐動車都有一些感慨，這次恰溫州動車事故，有些小感想。在服務科學方面，動車

速度很快，但是每次進站都缺乏明確的標示，不知自己要找的車廂位於何處，不像在為人民

服務。 

在通貨膨漲日益升高的今日，豬肉價格高漲，許多地方餐館都不賣豬肉，從黃山市到上

海，一路上很少吃到豬肉或排骨。最後來到上海，除了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上海圖書館

持續在進步中。閱讀卡的辦理電子化，服務人員會走出櫃台來幫忙，也增加飲水設備。 

在金融海嘯與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的今日，國科會的日支費用已愈來愈不敷使用，希望在

財務方面有機會改善此一狀況。 

此次參觀黃山市徽州文化博物館，通過中國科技大學石雲里教授幫忙聯繫陳琪館長，與

其長談後，請教徽州文物，田到日後進行合做的可能與機會，並邀請他日後有機會前來清華

訪問。建議日後有研究生須要到徽州進行田野研究時，可把握此一管道獲得一些協助。 

 

四、 附錄： 

 

附件一：攜回資料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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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劉道勝，《徽州方志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0。 

2. 湯伏波，《黃山精華錄》，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3.《徽州文博》，總第 1 期，（黃山市，2011）。 

4. 黃山風景區管理委員會編，《黃山摩崖石刻》，上海：學林出版社，2006。 

5. Program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6. Book of Abstracts & List of Participant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7. 上海圖書館編《江南圖書館翻譯館圖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8. 劉學智，《中國哲學的歷程》，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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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                             

出國人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徐光台       教授   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出國類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其他  參加國際會議與查閱善本資料 

出國期間：100 年 7 月 15 日至 100 年 7 月 29 日 報告繳交日期：100 年 8 月 9 日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審 

核 

意 

見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參考價值 

6.送本機關參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參考 

8.退回補正，原因：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

資料為內容  內容空洞簡略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

全部或部分內容  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理   未於資訊網登錄提要資料

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行之公開發表： 

辦理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說明會），與同仁進行知識分享。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其他                     

10.其他處理意見及方式： 
 

一級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審核

人   

 

說明： 

一、各機關可依需要自行增列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行保存。 

二、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不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政府出版資料回應網公務出

國報告專區」為原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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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字： 

 
徽州朱熹故居、梅文鼎紀念館、敬亭綠雪茶、畢懋康、第十三屆國際東亞科技史學術研

討會 
 


